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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10/2021_2022__E5_9C_A8_

E8_81_8C_E8_80_83_E7_c75_110717.htm 三条途径试比高 ●途

径一：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。 提到读硕，首先让人

想到的是参加国家每年1月份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。其

教学侧重于理论，注重学术研究能力，以培养教学和科研人

才为主。一般要求参加考试者具备大专以上学历，通过考试

入学后，进行全日制学习完成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等要求后

，可获得国家认可的学历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。来源

：www.examda.com 随着考试报名人数的连年攀升，全国硕士

研究生入学考试已成为受关注度最高、入学竞争最激烈的获

取硕士学位的途径。 ●途径二：参加专业硕士学位教育。 近

两年，专业硕士教育发展势头迅猛，不再是MBA一枝独秀，

工程硕士、教育硕士、法律硕士等开始成为在职人士深造的

热门方向。专业学位教育主要培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层

次职业人才。其要求报考者有一定年限的工作经历，绝大多

数专业硕士还要求在职人员报考需经所在单位或相应管理部

门的同意，有的甚至要求所在单位推荐。 目前国内的专业硕

士学位包括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(MBA)、公共管理硕士专

业学位(MPA)、工程硕士（ME）、法律硕士(J.M)、会计硕士

专业学位(MPACC)、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(MPH)、农业推

广硕士专业学位、兽医硕士专业学位、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等

。今年年初，又新增了艺术硕士、体育硕士、风景园林硕士3

个专业学位。 ●途径三：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。 同

等学力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即我们常说的同等学力申硕。



从1999年开始，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外

语水平和综合学科水平进行统一考试，考试在每年的5月份进

行。在职人士一般需参加各校的研究生进修班，业余学习，

然后参加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考试，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后，

经审查达到硕士学位学术水平者，可获得硕士学位证书。学

员要获得硕士学位，除了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位课考试外，还

要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两个水平考试，即同等学力人员申请

硕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和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

学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。 门槛高低看仔细来源

：www.examda.com ■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资格门槛

：大专以上学历。 学习方式：全日制学习。学制2~3年。 学

习费用：学费由国家财政拨款，因此在三条途径中属于最低

的。由于该学习是全日制，对于在职人士来说，需要参加3年

时间的全脱产学习，机会成本较高。加上考试费用、考前辅

导班费用等，读个硕士的成本也不低。 证书获取：可获得国

家认可的学历证书和硕士学位双项证书。 入学难度：全国研

究生入学完全是严进宽出的代表。据统计，2005年研究生考

试考生人数为117万，招生人数只有32万，录取比例为3.7∶1

。北大、清华、复旦等名牌大学，以及微电子、信息科学、

生物医药、世界经济、国际金融等热门专业，由于报考者众

多，录取率更低。据了解，一些名校热门专业的录取比例甚

至为70∶1。而一些二流学校的冷门专业却年年招不满。因此

，入学难度取决于考生报考的学校和专业。 适合人群：全国

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生一直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。以上

海地区为例，2005年共有99548人报考硕士研究生，其中应届

本科生占52.7%。虽然，通过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，参加



全日制教学的途径，更适合于没有工作压力的应届毕业生，

但对于那些希望完全转行，或是希望在职业发展上有较大飞

跃，以及希望进入大城市就业的在职人士，也可考虑这一途

径，只是放弃工作参加学习，成本和风险都相对较大。 ■参

加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来源：www.examda.com 资格门槛：本科

学历加上一定年限的工作经历。 学习方式：半脱产，学

制2~3年。 学习费用：专业硕士学费按照不同专业类别差别

较大。例如，MBA的学费要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，而工程硕

士的学费一般为3万~4万元。加上有些专业是全日制课程，需

要辞职3年，因此教育成本是三种途径中相对来说最昂贵的。

证书获取：专业硕士学位考试主要是通过10月份联考的方式

，修满规定学分、成绩合格并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者，获

得学位证书。但也有例外，如报读工商管理硕士、法律硕士

、临床医学硕士、建筑学硕士等专业者，也可以参加1月份的

全国统考，可同时获得学历、学位双证书。 入学难度：专业

硕士的招生考试有10月份的“联考”和年初的“统考”两次

机会，考生可自行选择。这两大国家级别考试的专业考试，

是由各招生单位自行命题、阅卷。不同专业的入学难度各不

相同，热门专业相对难一些。例如，2004年上海复旦、交大

、财大三所高校MBA的录取比例在6∶1左右；2004年全国法

律硕士录取率则不到10％。此外，“联考”和“统考”的难

度也不一样，由于“统考”考生远多于“联考”考生，考试

竞争激烈程度自然也大。不过，“联考”的考试虽容易，但

录取时更看重申请者的工作背景和经验。 适合人群：专业硕

士面向拥有一定工作经验、想进一步深造的在职人群，职业

指向明确，让在职者通过边学习边考试的方式，在工作中更



好地学以致用。当然，专业硕士的专业领域相对狭窄，供在

职人士选择的面不大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